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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东部的考古发现与
斯基泰的早期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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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fer r ing to t he archaeo logical mater ials of Xinjiang ,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r ig ins of

t he early Scy thian Culture and t he relationship bet w een S cy t hian Culture and t he east ern Eurasian

St eppes. Xinjiang and its peripheral areas had had interactions w ith Pont ic a rea befo re t he w est w ard

m igra tion of Scy thians, in w hich the remains o f the Sandaoha izi Culture played pr imary ro le, and its

expansion w as also the main cause of the w estw ard migration of Scy thians. Aft er the w estw ard migration

o f Scy thians, the Eurasian Steppes enter an age of nomadic economy as t he main economic type and the

polar izat ion of t he peoples liv ing on t he steppes w as int ensified but their cultures w ere converg ing and the

nomadic culture w as gradually formed on t he steppes.

斯基泰 ( Scy thians, 中文亦曾译作西徐

亚人、斯奇提亚人) 是公元前 7至前 3世纪

活跃一时的著名游牧民族。公元前 3世纪,

萨尔马泰人的兴起逼迫斯基泰西移, 至公元

3世纪后半叶最终为哥特人灭亡
[1 ]
。斯基泰

文化向来被看作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代

表。

本文讨论的欧亚草原东部指哈萨克斯

坦草原以东的地区。大体而言, 斯基泰的概

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是指从贝加尔

湖、叶尼塞河到多瑙河之间广大地域的游牧

人。本文所论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指公元前

7世纪至前 3世纪生活在北高加索、黑海北

岸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 这和希罗多德 5历

史6 记述的王族斯基泰、游牧斯基泰和农耕

斯基泰一致。本文所说的斯基泰早期文化即

指这些斯基泰人在公元前 7至公元前 5世

纪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

广义而言, 北高加索、黑海北岸以及南

西伯利亚地区公元前 9至公元前 7世纪中

期的考古文化遗存被称为/前斯基泰文化0,

南西伯利亚以图瓦的阿尔然 1号冢为代表,

黑海北岸以车诺格诺沃斯卡文化为代表(公

元前 9至公元前 8世纪) , 黑海北岸和北高

加索以诺沃车卡斯克遗存为代表 (公元前 8

至公元前 7世纪初) [2 ]。这些文化和斯基泰

人可能没有直接继承关系。车诺格诺沃斯卡

文化被认为是从相邻的东部草原地区迁徙

而来 [ 3]。从考古材料看,公元前 8至公元前 7

世纪, 斯基泰出现在北高加索地区, 分两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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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库班和北高加索中部,受当地文化影

响较少。公元前 7世纪,一部分斯基泰人进

攻近东地区, 吸收了很多亚述、乌拉尔图和

米底的文化因素。公元前 6世纪,这些人返

回北高加索,北高加索东部的文化对他们的

影响加强, 同时斯基泰社会的中心转移到黑

海北岸, 发展成强大的游牧王国, 公元前 4

世纪末开始受到希腊文化的强烈影响 [ 4]。

关于斯基泰人的来源说法很多, 主要有

两种。第一种观点关注黑海北岸至伏尔加河

地区木椁墓文化在斯基泰文化形成中的作

用。有学者认为乌克兰地区的木椁墓文化、

金麦里人和斯基泰人的文化有一定延续关

系
[5 ]

, 考古材料中可见它们在不同阶段的文

化关系
[6 ]
。也有人认为斯基泰人是伏尔加及

周围地区的木椁墓文化 (斯鲁巴纳亚文化)

发展并西迁至乌克兰地区形成
[7 ]
。第二种观

点相信希罗多德5历史6的记载, 认为斯基泰

人来自亚洲中部地区,即东来说。从考古材

料看, 斯基泰早期的马具来源于亚洲, 动物

风格艺术在欧亚草原西部青铜时代的人群

中并不流行,而东部非常流行的鹿石艺术则

可能是斯基泰艺术类似形象的源头 [8 ]。俄罗

斯图瓦地区阿尔然 1号冢的发现加强了这

种认识
[9 ]
。东来说对来源地有几种不同的认

识。洛斯陀沃采夫最早提出北高加索地区早

期斯基泰文化受到西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

而且认为斯基泰统治阶级的文化是东方文

化占主导 [ 10]。克兹拉索夫认为斯基泰的祖

先是生活在东哈萨克斯坦的塞人
[ 11]
。一些

学者强调斯基泰文化来源中乌拉尔图和米

底的决定性影响 [ 12]。有人在此基础上加上

了巴克特利亚的因素
[13 ]
。还有人认为从中

亚或者南西伯利亚西迁的斯基泰人可能分

为两支, 一支到达北高加索、黑海沿岸的草

原地区, 一支可能在大迁徙前已分离出来,

从里海南部地区进入西亚, 最后, 西亚的一

支撤出, 翻过高加索山, 和库班草原的斯基

泰人汇合 [1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普遍认为

斯基泰人可能来自东方,但在其文化形成过

程中,自身与周围人群及其文化的相互影响

同等重要。

在通过考古新发现来探索斯基泰的来

源时,东方因素日益受到关注。欧亚草原西

部地区发现的一些葬俗、器物和艺术形象被

证实可能来自乌拉尔山以东,特别是中亚草

原地区。这些文化因素是: 蝴蝶形格短剑、菱

形或者子弹形箭镞、克莱门兹式头盔、穿钉

战斧、马镫形穿孔的马衔、车诺格若沃和扎

博廷斯克式马镳、钮镜、石盘、拜什托格式铜

、鹿石、鹿的形象、蜷曲豹形象、猛禽形象、

格里芬形象、太阳符号、野猪形象和建筑在

地面上的向心木构墓葬
[15 ]
。但上述因素并

不全是斯基泰西迁或者以后才传播过去的,

而且这些西传的因素并不一定全部属于西

迁前的斯基泰文化。那么它们还可能属于哪

些文化呢? 除了以上因素, 是否还有其他发

现? 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 本文将关注这

些内容。

本文也认为北高加索并在黑海北岸草

原地区建立游牧国家的斯基泰人主体来自

东方。以往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哈萨克斯坦草

原、南西伯利亚和图瓦地区的发现。随着中

国考古工作的开展,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日

益得到重视。新疆和西迁后斯基泰早期控制

的北高加索库班草原地区之间并无地理障

碍, 因此,无论是探讨早期斯基泰的来源, 还

是认识斯基泰文化同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

关系,新疆的考古工作都有特别的意义。很

多学者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进展。本文将

结合新疆的考古发现, 总结这些成果并初步

探索相关的问题。

一、三道海子文化遗存 )) ) 寻找
斯基泰亚洲居地的重要参考

一定程度上说,斯基泰来自东方的问题

因文献而起。在5希波战争史6中,希罗多德

引述公元前 7世纪末的希腊诗人阿里斯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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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希罗多德世界地图中的欧亚草原

阿斯( Ar isteas) 5独目人6叙事诗, 记述在欧

亚草原的旅行见闻, 说他曾在阿波罗神鼓

励下远游伊塞顿 ( Issedones) , 过了伊塞顿

就是独目人( Arim aspi) ,然后就是看守黄金

的格里芬 ( Griff ins) , 最后直到海滨的希伯

尔波利安人(H yperbo rean)。除希伯尔波利

安人外,这些民族均在独目人统领下侵犯过

他们的邻邦。伊塞顿人被独目人驱赶出他们

的故地,而伊塞顿人又赶走了斯基泰人。原

来住在南 海 ( 指黑海 ) 的金麦 里人

( Cim merians, 也译作/钦麦里人0) , 又为斯

基泰人逼迫而放弃了他们的领土。5历史6

( Ô . 11) 还引述了另一个传说, 说斯基泰游

牧人原来住在亚洲, 在战争中被马萨革泰

人 ( M assagetae) 击败, 渡过锡尔河 (原文为

Araxes River, 也被考订为伏尔加河) , 进入

金麦里人领地。而斯基泰人现在住的地方原

来是金麦里人的土地。这说明斯基泰人可能

因为游牧部落间的弱肉强食而西迁。

斯基泰西迁产生的冲击在高加索以南

地区也留下痕迹。文献记载,公元前 7世纪,

一部分斯基泰人,可能是需要建功立业的年

轻人追击金麦里人到外高加索地区, 入侵小

亚并占领了这里的一些地方,参与这里错综

复杂的斗争约 28年。亚述首都尼尼微档案

室中的泥版文书记载了其中的一些历史片

段。公元前 681年和前 668年之间, 亚述国

王阿萨哈敦( Assarhaddon)击败图什帕国王

( T eushpa) 领导的金麦里人。公元前 674

年, 斯基泰国王伊什库扎 ( Ishkuza) 和亚述

的公主结婚。三、四十年后,他们摧毁了乌拉

尔图王国, 并控制了米底王国。在公元前

619至前 609年之间, 巴比伦国王涅波婆拉

萨尔的编年史中提到斯基泰加入反对亚述

人的行列。约公元前 610年,斯基泰人联合

米底人占领了尼尼微, 之后, 却被米底人逐

出高加索。斯基泰人在这里的活动甚至在

5圣经旧约6 中也留下了印迹, 最突出的是

5以西结书6第 38、39章,描述这些从北方的

极处来的军兵, /都骑着马0, /如密云遮盖地
面0 [16 ]。被逐回草原的斯基泰人开始在第聂

伯河下游地区建立第二斯基泰王国 ( the

Bospo rus Kingdom ) ,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公

元前 7世纪至前 3世纪的斯基泰王国 (图

一)。

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明确斯基泰人最早

于公元前 8至前 7世纪出现在北高加索地

区。因此,希罗多德记载的草原民族之间冲

突引起的连锁变动当发生在公元前 8世纪

末期以前。综合起来看,大约公元前 8世纪

晚期发生了民族大迁徙。独目人将伊塞顿人

逐出居地,出逃的伊塞顿人冲击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被迫西迁,其间又受到马萨革泰人

攻击,被迫越过锡尔河,移居黑海之滨,这又

使得原居该处的金麦里人逃入小亚。而一部

分斯基泰人也追击金麦里人进入小亚地区,

介入到小亚、西亚不同社会的冲突, 最后因

失败返回丰提克草原。这一重大事件改变了

欧亚草原古代人群的分布格局: 斯基泰西迁

后,马萨革泰人驻牧于锡尔河北岸至里海东

岸一带, 伊塞顿人则占有了伊犁河、楚河流

域。公元前 6世纪,斯基泰人统一了北高加

索地区并扩展到黑海沿岸, 发展成一个游牧

帝国。

学者们一直试图确认上述迁徙前各人

群的分布范围
[17 ]
。有学者指出独目人和中

国古代文献记载的鬼姓一目国的关系
[18 ]
。

英国学者认为马萨革泰人最初生活在锡尔

河北岸, 伊塞顿人在新疆天山, 独目人则在

鄂尔多斯西面,希波伯里安人在中国东海之

滨
[ 19]
。有学者推测独目人似应居住在哈萨

克斯坦斋桑泊附近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东至

阿尔泰山麓 [20 ]。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认为

伊塞顿人原本生活在天山北麓, 格里芬人生

活在阿尔泰山北麓,独目人生活在阿尔泰山

南麓, 希波伯里安人生活在贝加尔湖地区。

以青河三道海子为代表的轮形石构遗址(有

的带鹿石) 可能和独目人关系密切, 以巴泽

雷克墓葬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和格里

芬人的遗存有关系
[ 21]

, 这个认识较为合

理。值得注意的是,以巴泽雷克墓葬为代表

的考古学文化兴盛于公元前 5至前 3世纪,

因此格里芬人其实是大迁徙发生以后才出

现。从现在的考古发现看, 公元前 9世纪至

公元前 7世纪以前,萨彦- 阿尔泰地区势力

最强大、文化最发达的人群分布在图瓦、蒙

古西北和中国以青河、富蕴为中心的阿尔泰

山地区。公元前 5世纪以后,萨彦- 阿尔泰

游牧文化的中心移到俄罗斯境内的阿尔泰

山地区,以巴泽雷克墓地为代表的巴泽雷克

文化最为兴盛。如果巴泽雷克文化可以和格

里芬人相联系, 5历史6中格里芬人的记载可
能是后来加入的, 反映的是公元前 7世纪以

后的历史,即希腊诗人阿里斯忒阿斯访问阿

尔泰地区时的情况。

公元前 8世纪以前的独目人和伊塞顿

人、伊塞顿人和斯基泰是相邻的草原民族。

要确定斯基泰人西迁前的居地和考古学文

化, 伊塞顿人的原始居地是最好的坐标。可

惜关于伊塞顿人现在还没有太多线索,但如

果能认识独目人的考古学文化, 伊塞顿人的

遗存就比较容易寻找了,最终也可以追踪斯

基泰人西迁前的居地和考古学文化。

寻找独目人相关遗存的过程中, 最值得

关注的是广泛分布的鹿石。长期以来,带鹿

石的遗存要么笼统地被称为/鹿石文化0, 要

么和卡拉苏克文化相联系。尽管卡拉苏克文

化中有些因素与之相同,但其中却没有发现

鹿石和相关的石构祭祀遗址。因此, 两者应

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鹿石还往往和石构遗

址 (或称赫列克苏尔)、墓葬、铜 等遗存相

联系。因此, 有学者建议把蒙古、图瓦和阿尔

泰山地区以鹿石为主要特征的考古遗存称

为/三道海子文化0,鉴于这类遗存还在探讨

中, 本文暂时把/三道海子文化0称为/三道

海子文化遗存0, 年代为公元前 13至前 7世

纪。公元前 9至前 7世纪, 这个文化出现了

大范围的扩张, 其在图瓦、阿尔泰山地区和

天山北麓及山间谷地的扩散大致和独目人

强盛的时间及扩张范围吻合。从考古发现

看, 欧亚草原中、东部同时期具有如此明显

扩张的仅此一例, 因此,5历史6记载若属实,

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当与独目人有关 [22 ]。

应当说, 与欧亚草原中、东部地区的牧

业社会相比, 西迁前的斯基泰人的人口规模

和军事实力等并不突出,否则不会被弱于独

目人的伊塞顿人轻易赶走。三道海子文化遗

存的分布地区靠东, 地域广大, 遗存规模宏

大, 使用鹿石, 这些特征不太符合当时斯基

泰人的情况。另外, 5历史6记载独目人和斯

第 4 期 # 59(总 347) #



基泰人是不同的部族,这排除了单一人群内

部、特别是统治阶级内讧的可能,所以,斯基

泰人和当时强大的独目人的文化既有联系

又有很大差别。即使没有文献记载, 西迁前

的斯基泰也不应是当时最强大的草原民

族。但确定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确为进一步寻

找西迁前的斯基泰人的考古学文化和居地

提供了明确的地理坐标和文化背景参考。

二、早已存在的交流:欧亚

草原东部和黑海北岸前

斯基泰文化的联系

斯基泰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游牧经济迅

速发展,草原地区出现了广大地域内不同人

群的联盟, 控制整个联盟的核心阶层和首

领应运而生。真正意义的游牧经济出现于青

铜时代末期。从现有的研究看, 生活在以萨

彦- 阿尔泰为中心的地区的人群较早开始

了游牧经济的尝试。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

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在卡拉苏克文化时期

(公元前 14至前 8世纪) 大气湿度增高, 草

场能提供更多的饲料, 羊群和马增加, 人口

随之增加。这时骑马开始普遍, 人群移动性

增强, 依托山地、按季节迁徙的游牧业发展

起来, 大型墓葬 (直径 40~ 100

米) 和中小型墓葬的差别显示男

性的阶层分化
[23 ]
。

米努辛斯克盆地东南部的图

瓦地区的阿尔然 1号冢可视为这

个阶段牧业发展、社会分化的典

型代表。此墓规模宏大,石头筑起

的封堆直径达 120米, 巨大圆木

在地面上构筑的墓室由 70个放

射状排列的木格子构成。中央墓

室埋葬着首领和他的亲密伴侣,

其他墓室则是从属部落代表的遗

物,可能还有友好部落的贡物。约

有 160 匹配鞍鞯的马埋在古冢

里, 另有约 300匹马在葬礼中被

吃掉。最初认为其时代为公元前 8至前 7世

纪, 后又确定为公元前 7世纪, 晚于斯基泰

出现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时间
[24 ]
。但俄罗斯

专家最新的测年结果是公元前 9世纪末至

前 8世纪早期 [ 25], 这个年代可能更接近墓

葬的始建年代。由于墓葬反映的很多风俗和

斯基泰的很相似, 早有学者推测墓主人可能

是斯基泰人的祖先 [26 ]。本文并不认为图瓦

地区公元前 8世纪以前的墓葬属于斯基泰

人祖先。阿尔然 1号冢的墓葬形制和出土器

物确有一些因素在斯基泰早期的文化中延

续, 比如铜镞、蜷曲状动物形象等(图二)。哈

萨克斯坦北部和黑海北岸地区也发现了类

似的向心状的墓葬
[ 27]
。但本文认为阿尔然 1

号冢属于三道海子文化遗存。从新疆和哈萨

克斯坦发现的大量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的器

物看, 图瓦、阿尔泰至天山地区的文化似在

公元前 8至前 7世纪曾通过阿尔泰和新疆

大规模进入到中亚草原地区,这或与前述独

目人扩张有关
[ 28]
。斯基泰文化有很多类似

阿尔然 1号冢的因素说明三道海子文化遗

存可能深刻影响了西迁以前的斯基泰人。

从考古发现看, 公元前 10至前 8世纪

和前 8至前 7世纪,东欧草原的文化受到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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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斯基泰文化和新疆出土遗物
11 斯基泰文化金箔 21斯基泰文化铁剑 31 察吾呼 V 号墓地出土牛角杯 41 伊犁州博物馆藏短剑 51 新疆

北疆发现的短剑 61 群巴克墓地出土短剑

也有发现,因此, 它们在斯基泰文化中出现,

可能是源于小亚的传统,也可能是西迁时从

东方带来的习俗。哈萨克斯坦及新疆发现

的蝴蝶形格短剑或为斯基泰同类短剑的来

源 [50 ](图五, 2、4、5、6)。希罗多德记载富有

的斯基泰和伊塞顿人都会把主要敌人的头

盖骨割下贴金做成杯子,新疆伊犁的索墩布

拉克文化中有被割锯头盖骨的现象。

斯基泰墓葬出土的一些当卢和夏家店

上层文化发现的非常相似(图六, 1、4) ,新疆

发现的马镫形马衔(图六, 5)、长城地带发现

的青铜胄和斯基泰文化中的同类器也有一

定关系
[51 ]
。斯基泰的双马铜扣 (图六, 3) 与

轮台群巴克墓地和艾丁湖发现的相近 (图

六, 6、7)。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阿尔

泰山北麓早期山地游牧文化

和土耳其西南部高尔蒂安墓

葬 (Gor dion) 的文化非常接

近, 推测可能是由于亚述人的

追击, 土耳其西南部的一部分

人逃到阿尔泰地区 [52]。不过,

有学者认为迁徙的方向可能

相反, 同斯基泰的西迁一样,

都属于亚洲东部、中部草原文

化扩张的结果
[53]
。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

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

研究表明, 新疆北疆以阿勒

泰、乌鲁木齐之间的南北连

线为界, 南疆以库车、拜城

与和田的南北连线为界, 东

图六 公元前 7世纪~ 5世纪斯基泰文化和中国出土遗物

1~ 31 斯基泰文化公元前 7~ 5世纪马具 41 夏家店上层文化马具 51 群巴克
墓地M 5C和洋海 I号墓地 M 163出土马衔 61艾丁湖墓地出土双马牌饰 71

群巴克 I号墓地出土 M 27出土双马牌饰



部地区在青铜时代以原始印欧人种为主, 历

史时期的语言属于印欧语西支的吐火罗语,

西部地区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人

骨多为地中海类型和帕米尔- 费尔干纳类

型,历史时期使用的语言多属于印度- 伊朗

语。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 蒙古人种的

比例从哈密开始向西逐渐减少
[54 ]
。安德罗

诺沃文化群一般视为印度- 伊朗语系人群

的遗存, 斯基泰人的语言属于伊朗语东支,

所以其祖先应是这个大文化群中的一部

分。新疆天山北麓青铜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

化也大致以乌鲁木齐为界, 西部多带有安德

罗诺沃文化的特点,东部则是以早期切木尔

切克文化- 天山北路文化为主要渊源的四

道沟下层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 博格达山北

麓地区青铜时代末期受到萨盖瑞文化的影

响。

因此, 西迁前的斯基泰人应分布于乌鲁

木齐以西至锡尔河以东地区。考虑到马萨革

泰人的控制区域,斯基泰人公元前 8世纪以

前应当生活在锡尔河以东至伊犁地区,主要

是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某个区域。西迁的可能

主要是统治集团和上层阶级,一些下层的人

可能留下来并同新来的马萨革泰人和伊塞

顿人融为一体。

从前述的相似器物可以看到,虽然还不

能明确指出哪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属西迁前

的斯基泰人, 但希罗多德记载的独目人、伊

塞顿人和斯基泰人间的连锁性事件并非杜

撰, 这些事件大致发生在图瓦地区、阿尔泰

山地区、新疆(特别是天山以北地区)和楚河

至锡尔河地区。关于引起大迁徙的背景, 有

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讨。

11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的研究为深入认
识公元前 10至前 8世纪欧亚草原东西部文

化互动提供了可能。丰提克地区很多文化因

素曾被认为和斯基泰西迁有关系, 实际上,

这些因素传播的时间更早, 可能和三道海子

文化遗存有关。后者不可能是西迁前斯基泰

的文化遗存, 似乎反映的是5历史6中独目人
迅速强大并扩张的记载。

21从前斯基泰时期的鹿石、铜镞和铜
等发现看, 在东部游牧部落西迁前, 南俄

草原及北高加索一带和阿尔泰、图瓦和天山

北麓东段已经有直接联系。欧亚草原东部地

区的人群已经了解了欧亚草原西部以及前

往那里的路线,他们的被迫迁徙并非盲目地

逃跑。

31阿尔泰山和天山是东西方地理、文
化和人种的分水岭和大熔炉。萨彦- 阿尔

泰、天山和蒙古高原三个高地构成的三角地

带生态环境多样而又相对封闭。这里远离大

洋, 地形复杂,海拔高, 容易受到大气候波动

的影响。这导致生活在此的人群面对的挑战

更为艰巨,生存需求更多样。大量创新的灵

感因此产生, 社会结构可能也因此分化、重

组。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和卡拉苏克文化的发

展受惠于这个特定地理、生态和政治环境,

由此造成的文化跃进是导致公元前 8世纪

草原大变动的主要原因。

41黄金作为草原地区储存财富的等价
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55 ]。由于可以骑马, 人

们可以利用更广大的草场放牧, 但生产出的

大量马匹或者皮毛会超出有限人群的消费

能力。而极端天气或者瘟疫等会导致这些财

产大幅缩减。因此,草原社会需要寻找一种

安全、便携的等价物, 黄金无疑是最优的选

择。幸运的是,阿尔泰山地区是著名的黄金

产地。加上当时南部农耕社会进入多事之

秋, 中国正值西周晚期,社会矛盾加剧。草原

生产的马匹、皮革等可作为商品和农耕社会

交换, 获得的粮食、奢侈品等又使首领有能

力寻找、生产和保护黄金, 并同缺少黄金的

其他草原地区交换。西周晚期大墓中开始流

行的以肉红石髓珠为代表的珠饰等或为另

一种交换媒介,萨彦- 阿尔泰的牧人可能用

草原产品同中亚绿洲或者西亚交换此类珠

饰, 再和中国北方的诸侯们交易 [56 ]。这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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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青铜时代末期早期铁器时代时代欧亚草原考古学文化和人群分布示意图

性循环导致草原的强势部落和精英阶层更

富有和更具影响力。为占有更多牲畜去交换

黄金等可长期保存的等价物,他们必然会对

草场和贸易路线展开争夺。青铜时代中晚期

分散的草原社会因之迅速复杂化,出现大范

围的部落联盟和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

51和中原商周文化多方面的互动是三
道海子文化遗存强盛的重要原因。欧亚草原

东部和中原在匈奴兴起以前有稳定的互争、

互惠关系。中原商周文化此时已经发展为成

熟文明。中原和北方草原文化占有的地域面

积大致相当,战略纵深都非常大。二者控制

的边缘地区形成的中间地带面积广大,自然

条件差,多为戈壁荒漠,在当时, 穿越此类地

区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几乎不可能, 这导致

双方都不能彻底摧毁和占领对方。草原社会

的军队冲击力和突击力大, 机动性很强, 但

物资较为单纯和匮乏。中原军队的力量在于

组织性,和机动作战的草原人群直接较量时

不占上风, 但其物质基础、后勤保障却有优

势,不过,进入广袤的草原后,笨重的辎重粮

草又成为劣势。这种形势导致双方形成互为

压力、互为伙伴的战略平衡关系。北方长城

地带 (或称农牧交错地带) 的人群似乎并不

完全隶属于更北方的草原社会或南边的商

周王朝, 而是很好的缓冲带和文化传播中

介。这里的社会形态更接近北方的草原社

会, 北面的戈壁、荒漠一定程度上隔绝了他

们和更北草原社会之间的相互攻击, 因此,

北方长城地带的人群更容易侵犯南边的农

耕文明区。这构成中国农耕区和北方农牧交

错地带最初的农牧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地

带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两个中心。第一阶段是商代晚期至西周

早中期, 文化重心是陕西、山西北部的诸方

文化。第二阶段是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

重心东移至内蒙古东南部, 以夏家店上层文

化为代表 [57 ]。文化的互动使农牧交错地带

的文化从各方面获得很多资源, 从而迅速发

展起来, 并且辐射到更北的草原地区。同

时, 中原发生的若干大事件间接导致了草原

人群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西迁运动。有学

者推测斯基泰西迁可能与周宣王驱逐猃狁

有关
[ 58]
。不过,限于周朝军事力量的活动范

围以及猃狁和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分布区之

间空旷荒凉的地域,这个事件可能只起到了

间接的作用, 具体还需要研究。

61 气候持续干冷的变化是最大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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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59 ]
。根据古环境学家对欧亚湖相沉积地

层中植物的分析, 公元前 850年左右, 由于

太阳活动的减少,欧亚大陆开始从亚北方期

( Subboreal Period)干热的气候骤变为亚大

西洋时期 ( Subatant ic Period) 湿冷的气

候。中北部森林退化为草原,南部许多半干

旱地区的植被开始繁盛,形成优良草场。这

迫使当地以农业、畜牧、渔猎和采集为主的

居民放弃原有生计方式,迅速向游牧经济转

化 [60 ]。蒙古和新疆则早在距今 3100~ 3000年

时气候就转变到干冷阶段,并大约持续到距今

2700年左右
[61 ]
。这可能是蒙古和新疆地区的

游牧化领先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 [62]。

从局部气候和环境看, 蒙古草原冬天风

比较大而且持久, 这样雪不会很厚, 动物可

以整年都吃到草。条件好的年头,畜群和人

口更会剧增,从而导致周期性的过剩
[63 ]
。这

可能也是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强大和扩张的

原因之一。

总之, 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地区的考古

学文化兴衰可能和公元前 8世纪以前发生

在欧亚大陆的西迁运动有关。根据考古发

现,新疆及周边地区在斯基泰西迁之前已经

和丰提克地区有了一定的互动关系, 三道海

子文化遗存在其中起到主要的作用, 斯基泰

的西迁主要也是因为其强大和扩张。斯基泰

西迁后,欧亚草原进入以游牧为主要经济方

式的时代, 整个草原分化为几个大的人群,

这些人群内部的分化也加剧。5历史6记载,

本文所论区域内形成了塞人、格里芬人、伊

塞顿人和独目人共存的局面。就考古学文化

而言, 有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塞人文化、阿尔

泰山的巴泽雷克文化、天山地区的诸考古学

文化、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三道

海子文化遗存等(图七)。由于游牧经济的普

及, 东西方草原地区的交流更为频繁, 欧亚

草原文化逐渐趋同, 形成以铜 、兵器、马

具、动物风格艺术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游牧文

化。

注 释

[ 1 ] a. Sinor , Denis. T he Cambr idge H istory of

Ear ly Inner Asi a, Cam br 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7- 110.

b. Genito, Bruno: 5the Scy thian identity6, 见

5欧亚学刊6第 9辑, 中华书局, 2009年。

[ 2 ] a . Kossack G. Von den Anf¾ngen des sky tho-

iranichen Tierstils Skyt hika. M�nchen:

Bayer 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 losophisch-histo r ische K lasse 98: 24- 86.

b. Dudarev S. L , T o t he quest ion about the

place o f t he Kim mer ian complexes from the

Western Asia in t he syst em of the chrono-

log ical and cult ural connect ions in the

Nort hern Black Sea reg ion, Caucasus and

t he Eastern European reg ions, Jour nal of

A ncient His tory : 1998, pp. 77- 93.

[ 3 ] Klochko V. I, Kovalyukh N. N, Skr ipkin V,

M otzenbecker I., I so tope chronology o f the

Subot iv settlement, Radiocarbon 40( 2) :

667- 673.

[ 4 ] Pet renko , Vladimir G. Scyt hian culture in

t he Nort h Caucasus , Nomad s of the

E uras ian Steppes i n the Ear ly I ron Age ,

Berkeley : Z inat Press, 1995, pp. 18- 21.

[ 5 ] S kory S. A . Kimm eriyt sy v ukrainskoy lesoo-

stepi. Kiev, Poltava, 1999.

[ 6 ] M urzin, V . Yu. P roiskhoz hd enie sk if ov :

osnov nie etapy f or mirov aniya skif skov o et-

nosa, Kiev , 1990.

[ 7 ] a . Art amonov, M . I . / K voprosu o pro-i

skhozhdenii skifov0, Ves tnik d rev ney ist or i-

i , Moscow, 1950, pp. 37- 47.

b. Grakov , B. N. S kif y ( the Scy thians) ,

M oscow , 1971, pp. 23- 25.

[ 8 ] Terenozhkin, A . I. K imm erijt sy , Kiev. 1976.

[ 9 ] Gryaznov M. P . A rzhan - - tsar skiy kur-

gan ranneskif skogo v remeni , Leningrad:

Nauka, 1980, p. 61.

[ 10] Rost ov tsev, M. L . S kif iya i Bosp or ,

Leningrad, 1925, pp. 302- 303, 308.

[ 11] Kyzlasov , L . R. U yukskii kurgan Arzhan i

# 66(总 354) # 考 古



vopros proiskhozhdeniya saksko i kul. tr y ,

S ovetskaya A rkheol ogiya, 1977, p. 2.

[ 12] Pogrebova M. N. and Raevsky D. S. R on-

nie skif y i d rev niy Vos tok . M oscow . 1992.

[ 13] Kuz ' mina E. E. Mythology and Ar t of

Scy thians and B actr ians , Moscow , 2002.

[ 14] Jacobson, Est her. the ar t of the s cy thians :

the i nterp enetration of cultu res at the edge

of t he H elleni c w or ld , E. J. Brill: Leiden,

New York, KÊ ln, 1995, pp. 31- 38.

[ 15] Bokovenko, N . A., Asian Influence on Euro-

pean Scy thia, A ncient Civ ili zations f rom

Scy thia to S iber ia, Vol. 3, No . 1., Leiden:

E . j. Brill, 1996, pp. 97- 112.

[ 16] Jacobson, Est her, The Ar t of the S cy thi-

ans : The I nterpenetration of Cultu res at

the Edge of t he Hellenic Wor ld . Leiden: E.

J. Brill, 1995. 18- 19.

[ 17] a. 莫任南: 5从3穆天子传4和希罗多德3历史4

看春秋战国时期的中西交通6, 5西北史地6

1984年第 4期。

b. 余太山: 53穆天子传4所见东西交通路线6、

5希罗多德 3历史4关于草原之路的记载6, 见

5早期丝绸之路文献研究6,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

[ 18] a. Bolticon, J. P . D. A r isteas of I s land ,

Oxfo rd, 1962, pp. 81、82.

b. 孙培良: 5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

说6, 5中外关系史论丛6第一辑, 世界知识出

版社, 1985年。

[ 19] H udson, G. F ., Eu rop e and China : A

Sur vey of thei r Relations f rom the Ear liest

T i mes to 1800, vol. 1, London: Arnold,

1931. pp. 35、36.

[ 20] a. 马雍、王炳华: 5阿尔泰与欧亚草原丝绸之

路6, 见 5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6, 新疆美

术摄影出版社, 1994年; 5公元前七至二世纪

的中国新疆地区6, 见 5中亚学刊6第三辑, 中

华书局, 1990年。

b. 雅诺什 #哈尔马塔编 , 徐文堪 芮传明译:

5中亚文明史6第二卷第 169页, 中国对外翻译

出版公司, 2002年。

[ 21] 林梅村: 5谁是阿尔泰深山金字塔式陵墓的主

人6, 5文物天地61999年第 5期; 5阿尔泰山的

大石冢6, 见 5欧亚学刊6 第 3辑, 中华书局,

2002年; 5丝绸之路散记6第 1~ 19页, 人民美

术出版社, 2004年。

[ 22] 郭物: 5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初论6, 见 5欧亚学

刊6第七辑, 中华书局, 2007年。

[ 23] Sophie Legrand., T he emergence o f the

Scy thians: Bronze Age t o I ron Age in South

Siberia, The em ergence o f t he Karasuk cu-l

t ure, A ntiquity 80 ( 2006) : 843- 879.

[ 24] Mallo ry , J. P ., F . G . McCormac, P .

J. Reimer and Marsadolov , L . S., T he Date

Of Pazyryk, A ncient interacti ons : east and

w est in Eu rasi a,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 ical Research, Boy le , 2002.

[ 25] A. Y. Alekseev, N . A. Bokovenko, Y .

Boltr ik, K . A. Chgunov , G . Cook, V. A.

Dergachev , N . Kovalyukh, G. Possnert, J.

van der Plicht , E. M . Scott , A. Sementsov ,

V . Skripkin, S . Vasiliev , G . Zaitseva, A

chronology of t he S cyt hian ant iquities o f

Eurasia based on new archaeo logical and C14

dat a, Radiocarbon 43( 2001) pp. 1085- 1107.

[ 26] 林俊雄: 5欧亚草原古代墓葬文化6, 见 5草原

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6,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4年。

[ 27] 同[ 15]。

[ 28] 郭物: 5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初论6, 见 5欧亚学

刊6第七辑, 中华书局, 2006年。

[ 29] Murzin, V . Yu, Proiskhozhdenie sk if ov :

osnov nie etapy f or mirov aniya skif skov o et-

nosa, Kiev , 1990.

[ 30] Kossack, G. Neuf unde aus dem Nov oc-

erkassker Formenkreis und ihre Bedeutu ng

f �r die Geschi chte s teppenbezogener Rei t-

er v Êlker d er sp ¾ten B ronzez eit . II Mare

Nero 1, 1994. pp. 19- 54.

[ 31] Volkov , V . V. Ear ly Nomads of M ongolia ,

Nomads of t he Eurasian Steppes in t he Early

Iron Age, Berkeley : Zinat Press, 1995: 330.

[ 32] 奇列诺娃 , �. �. : 5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

石6,见5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6, 新疆美术

摄影出版社, 1994年。

第 4 期 # 67(总 355) #

&



# 68(总 356) # 考 古



第 4 期 # 69(总 357) #

[ 56] Raw son, Jessica, Carnelian beads, animal

figures and exot ic vessels: tr aces of cont act

bet ween the Chinese St ates and Inner Asia,

ca. 1000- 650 BC, Br idgi ng E urasia, Ver-

lag Philipp von Zabern #M ainz, 2010. 美国

威斯康辛 大学人类学系 Jonat han Mark

Kenoyer(基诺耶) 教授根据对一些标本的颜

色和钻孔特征判断, 认为这些肉红石髓珠最

初的产地可能不是印度, 而是迄今尚不清楚

的地方。

[ 57] 乌恩: 5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

考6, 5考古学报62002年第 4期; 5略论欧亚草

原早期游牧人艺术中的卷曲动物形象6, 5考

古62002年第 11期。

[ 58] Rice, T . T . 1957. T he S cy thians , London,

p. 43.

[ 59] Bokovenko , N ., & I . Zasetskaya . M ig ra-

t ions o f ear ly nomads of the Eurasain steppe

in t he context o f climat ic changes. Imp act

of the E nvi ronment on H um an Migration

in Eu r saia , London: Kluw er Academ ic

Publishers, 2004. pp. 21- 34.

[ 60] Van Geel, B., Bokovenko, N . A., Burova,

N . D., Chugunov , K . V ., Dergachev, V . A.,

Dirksen, V . G., Kulkova, M., Nag ler, A .,

Parzinger, H ., van der P licht, J., Vasiliev ,

S. S., Za itseva, G . I. Clim ate change and the

expansion o f the Scy thian culture after 850

BC: a hypo thesis. Journal of A rchaeologi-

cal Science, Volume 31, I ssue 12, pp.

1735- 1742.

[ 61] T airov , A . D., I z memeniya kli mata s tepei i

lesostepei Tsent ral noi Ev raz iyi v o II - I

ty s . d o n .e . : meter ialy k is tor icheski m

rekonstruk tsiyam . Chelyabinsk: Rifei, 2003.

[ 62] Koryakova, Ludmila., Epimakhov , Andre j

Vladim irov ich, T he Urals and Western

S iber ia i n the Bronz e and I ron Ages , Cam-

br 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63] Kurochkin, G. N., Generato r kochevykh

narodov v T sentralno i Aziy i i mekhanizm

ego funkt ionirovaniya. Paleodemograf iya i

migration nye p rotsessy v Zapadni S ibir i v

d rev nos ti i s r ed nev ekovy . e. Barnaul: Alta i

St ate U niversit y, 1994, pp. 89- 92.

(责任编辑 付兵兵)

o信息与交流

5考古学研究( 8) :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

纪念文集6 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辑, 科学出版社

2011年 6月出版发行。该书为 16开, 正文

约 60. 5万字。定价 180元。

本书系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文

集。全书共收录文章 37篇,其中纪念类文章

19篇, 学术研究类文章 18篇。纪念类文章

回顾了邹衡先生生前事迹和学术活动。学术

研究类文章则以夏商周时期考古为主, 涉及

考古学、历史学及古文字学等诸多研究领

域。

(付兵兵)

5考古学研究( 8) :邹衡先生逝世五周年

纪念文集6简介



Archaeology

本期要览

2012年第 4期

安徽东至县华龙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 华龙洞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动物骨

骼化石、加工使用痕迹清晰的骨器和百余件石制品。其石制品组合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工业

的特征。动物骨骼化石上同时发现了动物啃咬与人工切割的痕迹,推断该遗址的动物骨骼被

人类利用, 但人类可能是利用动物残余的食腐者,而非这些动物的狩猎者。

成都市温江区柳岸村遗址商周时期遗存试掘简报 柳岸村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了 4个灰

坑, 出土了大量陶器, 这些陶器特征明显, 且大多出自同一个灰坑, 共存关系明确。这为研究

十二桥文化、三星堆文化及两者关系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 也为成都平原商周时期陶器器形

的整体辨识提供了参考。

山西壶关县上好牢村宋金时期墓葬 2010年 5月, 有关单位对山西省壶关县上好牢村的三

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一号墓和三号墓墓室均有精致的仿木结构。两墓室内都经过

粉饰并绘有色彩和种类丰富的彩画,墓室四壁都绘有不同题材的壁画。从仿木结构和壁画题

材等分析, 两座墓的时代应在宋代晚期或金代初期。

欧亚草原东部的考古发现与斯基泰的早期历史文化 新疆的考古材料对探讨斯基泰的来源

和早期斯基泰文化同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关系等问题有重要意义。新疆及其周边地区在斯

基泰西迁之前已经和丰提克地区有互动关系, 三道海子文化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其扩张也

是斯基泰西迁的主要原因。斯基泰西迁后,欧亚草原进入以游牧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时代。

明代前期海禁政策下的瓷器输出 明代前期厉行海禁政策时, 中国瓷器的海洋输出主要是

在朝贡贸易体系下, 以琉球人船只为中介的中国、琉球及东南亚多边贸易关系格局中进行。

国外沉船及遗址出土资料显示, 瓷器输出品种以龙泉青瓷为主, 景德镇、福建及广东等地的

民窑产品也通过走私途径参与。但总体来说, 中国瓷器在当时的东南亚市场仍然匮乏。


